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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不仅关注代数这一数学分支的产生和在各种文化、各个历史时期的影响，同时关注代数在科学
和社会中的应用。
作者把代数的起源定在 4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并且到各个历史时期、世界各个古文明中追踪其进
展的轨迹，包括在中国、印度、希腊和阿拉伯等文化中的轨迹。
代数的早期形式大多是用语言描述的，现行的符号形式是到了17世纪才制定下来的。
过去的三个世纪中，代数在两条轨道上延续：一条是走向更高层的抽象理论，另一条是走向具象的计
算方法。
作者指出，作为各个数学分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代数在各个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领域被广泛应用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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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数学，也许还有古典音乐，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创造。
它完全从头脑中产生，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前额中跳出来一样。
作为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数学往往带有它那种特有的灵性和神秘，远离芸芸众生，可是对于少数人
，数学却能像音乐一样，给他们以巨大的心灵震撼。
请看一下《罗素自传》的第一卷：“11岁时，我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哥哥做我的老师。
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像初恋一样令人陶醉。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
”无独有偶，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也谈到：“12岁时，我经历了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惊奇：
这是在一个学年开始时，当我得到一本关于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小书时所经历的。
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条高线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却可以
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致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
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
”当然，他们两位所说的还是2300年前的欧几里得，而到21世纪我们所有的数学瑰宝就更加光彩夺目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虽说数学大厦高耸人云，它却不是建在天上，只是少数神仙的游乐场。
它植根于地下，也朦胧地出现在每个人的心中。
这是因为数学不仅有精神天父的基因，也有物质地母的基因。
这决定数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实用知识，它们实在太俗了，以至于某些自以为有高贵血统
的人拼命要掩盖其卑贱的出身，就像概率论学者不爱提它来自赌场的问题。
计量、商贸、会计、人口普查是最早的应用数学，现在依然如此。
尽管它们早已被排除在数学之外，可是正是这些活动把数学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
基础数学教育应运而生，至今仍是兴旺发达的事业。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古代的数学和数学教育而自豪，早在孔夫子之前，中国(至少在齐国)，
九九表已经相当普及，可是两千年后，意大利的商人子弟在家乡只能学会加法，而要学乘法就得进城
请教专家、大师了。
西方的基础教育有3R(Reading，Writing，Arithmetic)的说法，简言之就是读、写、算，这说明在把文盲
教育成识字的人的同时，还要使他们不致维持“数盲”的状态。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哪怕是现在的“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
 　　奇怪的是，虽然人们并不太需要太多的数学，数学教育家却结结实实地灌输给学生大量的数学。
如果你小学毕业，6年数学都是主课。
如果你完成义务教育，那就得念9年数学。
高中3年的数学更是难得要命，这还没有算上微积分。
即便中学不学微积分，上大学许多人还是逃不掉，不仅学理工的要念微积分，学经济、金融、管理的
也要念。
学文的虽然可逃此一劫，可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就有微积分的论述，而且颇为深刻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懂微积分。
这么说，难道一个人非得念十好几年的数学吗?更糟的是，正课之余许多学生还得为“奥数”拼搏。
这些题之偏之难连国际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都不一定做得出来。
费了半天劲，除了文凭和分数之外，究竟有什么收获呢? 　　把大量数学教给青少年也许并不是那么
不合理。
相反，从古到今，数学一直受到重视。
柏拉图的学园禁止不懂几何学的人人内。
按照他的说法，不会几何学就不会正确的思考，而不会正确思考问题的人不过是行尸走肉。
这就形成后来学习没用的数学的辩护词，你学的数学可能不直接有用，但它是训练头脑的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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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体操对许多学生还是太难了。
那时教材也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许多学生学科第五个命题“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就过不去了，于是这个命题被称为“驴桥”，也
就是笨人难过的桥。
不过，就算勉强过了，是否能变聪明也真的很难说。
如果说，以前多学数学还无所谓，那么，17世纪末近代科学的产生的确充分证明数学的威力。
牛顿无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一手建立牛顿力学，另一手建立微积分，正是他在三百多年
前把科学奉献给文明社会。
18世纪美国大诗人蒲柏这样赞美： 　　　　自然及其规律浸没在黑暗中， 　　　　上帝说，让牛顿诞
生， 　　　　于是，世界大放光明。
 正是牛顿使科学和基于科学的技术推动了历史，使它变成须臾不可离的东西。
同时，他也给后人带来不少麻烦。
虽然你可以“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可是，那永远走不远，因为许多技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不
学科学难对技术有重大改进，而学科学又不能不学一整套数学，其中微积分只不过是基础的基础。
而学数学又与学自然科学不同，总要从基础学起。
要想学微积分，首先要把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学好，学计算机又要学离散数学，学经
济和金融又要学概率、统计等等。
其实这些说到底都是二三百年前的数学了，不过，让这些功课都进人中学的数学课，对于多数人来说
，还真有些吃不消。
 　　这就是为什么数学成为现在压在学生头上的两座大山之一(另一座是英语)。
多学数学没有坏处，问题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究竟收获几何?真是可怜得很。
多数人根本用不上他们所学的知识，也没有掌握数学的思想方法，在理解新的数学时仍然感到十分困
难。
而更糟的是，许多学生失去学习数学的兴趣。
如果一个人觉得数学很重要，只是被动地硬着头皮去学，肯定是事倍功半；可是，如果主动地、津津
有味地学，也许会事半功倍。
有没有既能培养数学兴趣，同时又能提高对数学理解力的道路呢?有!那就是学点数学史。
 　　数学史所能告诉读者的信息，大部分是其他数学书一般根本没有的，甚至根本不具备的。
一般数学书一上来就是定义、定理、证明，它们论述得非常严格，但是读者一般感觉就是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
数学讨论的许多抽象概念，最难掌握的是研究的动机，也就是引人这些概念究竟干什么，而这只能通
过历史才能看到它的来龙去脉。
许多数学理论都是通过解决一个理论问题或一个实际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慢慢形成的。
古希腊的三大几何问题经过两千多年才在19世纪得到完满解决，并且形成伽罗瓦理论。
历史的流变总是帮助读者认识到问题的难点以及数学上的伟大突破，可是教科书则很少告诉你，什么
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只有懂得这些，才能说是懂得数学。
一句话，数学史绝对有助于理解抽象难懂的数学。
 　　其次，数学史不是拘泥于狭窄的学科领域，而是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之下看数学的发展。
这反映出数学与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数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事。
文艺复兴的巨匠们的绘画之所以栩栩如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透视的基本方法，这导致射影几何学
的诞生。
大航海时代推动了地图(海图)绘制技术的发展，它反过来也推动了人们了解曲面的几何学。
同样，工程画也成为工程技术人员的通用语言。
随着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的大量出现，概率和统计也应运而生。
尽管概率论有着并不光彩的出身，但赌徒的问题毕竟使数学家建立起系统的理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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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说到底，物理科学是产生数学与应用数学最重要的领域，这从历史上也可以体会到。
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例如无线电波，都是解微分方程的产物，这些结果是如此深刻，超出一般
人的理解，其原因就是它们是巨人的劳作，而这些巨人又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数学的实质在于有一套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普遍理论及方法。
数学家人数现在不能说少，但做出巨大贡献的天才也不算太多。
数学史与通史一样，首先推崇英雄，他们少说有二三十位，多说有四五十位，学数学史就是要从他们
的身上学点东西。
 　　塔巴克的一套五本数学史，最为适合有一般数学知识的读者，它内容丰富、行文流畅、通俗易懂
、生动有趣，如果能够好好看看，对数学的理解必定会大有提高，而这种收益是读多少教材、教辅，
做多少题也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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